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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环境整治与生态修复技术集成应用

黄海生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办事处综合行政执法队城市管理科Ǔ广东Ǔ深圳Ǔ518129

摘Ȟ要：在城市化过程中，城中村这一城市发展特殊区域面临着环境质量降低与生态功能退化两方面的挑战。本

项研究选取了A、B两个区域作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索了城中村环境的整治和生态恢复技术的实际应用情况。研究背
景主要集中在城中村环境问题综述，整治需求和目标设定等方面，并对环境整治面临的紧迫性和挑战进行了分析。研

究旨在通过技术集成应用提升城中村环境质量和生态功能恢复。研究方法涉及消防工程，市容工程，道路工程及电气

工程等整治技术及公共场地铺装及绿化提升，建筑外墙装饰及市政设施配套技术等。研究成效表现为城中村公共场地

铺装和绿化提升、建筑外墙再装修、室外给水管道生态修复、消防工程生态修复、电力电信工程生态修复、道路照明

和监控工程生态修复等。结论认为：采取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整治措施与技术方案可有效提升城中村环境质量、促进生

态功能修复、支撑城中村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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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城市化过程中，城中村这一城市发展特殊区域正

面临环境质量恶化和生态功能退化。城中村环境整治及

生态修复技术应用是其可持续发展之关键所在。本研

究旨在通过对城中村环境整治及生态修复技术应用进行

探讨，为城中村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及技术支撑。

目前城中村环境整治研究大多集中在单一技术或者举措

上，缺少系统性和综合性技术集成应用方面的研究。本

论文在对城中村环境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确定了整

治需求，并对环境整治和生态修复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

探讨，以弥补研究不足，并对城中村环境整治工作提出

系统化技术解决方案。

1��城中村环境现状与整治需求分析

1.1  城中村环境问题概述
城中村，作为城市化发展中的一个独特地带，面临

的环境问题既复杂又多样。一是城中村建筑密度大、居

住人口稠密，致使生活垃圾大量产生，垃圾处理与回收

系统不够健全，易引起环境污染。二是城中村基础设施建

设比较落后，比如排水系统不够健全，易造成内涝、污水

横流等问题，从而影响到居民生活质量。另外，城中村绿

化覆盖率不高，生态调节功能不强，使区域生态环境薄

弱，很难抵抗外界环境变化对城中村造成的冲击。[1]

城中村环境问题既影响着居民日常生活又制约着城

市可持续发展。所以，城中村环境整治与生态修复是改

善城市总体环境质量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对

城中村环境问题进行深入剖析，能够明确改造方向与重

点，并为后续技术集成与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城中村存在环境问题有很多原因，主要表现在城市

规划不尽合理，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以及居民环保意识淡

薄。城市规划不尽合理造成城中村建筑布局杂乱、基础

设施建设落后使城中村公共服务设施不足、居民环保意

识淡薄加剧环境问题恶化等。为此，要破解城中村环境

问题，需从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居民教育几个层

面着手，形成综合整治合力。

城中村环境问题有多种形式，主要有垃圾污染、水

污染、空气污染和噪音污染。垃圾污染体现在生活垃圾

被任意抛弃和建筑垃圾成堆等方面，极大地影响了居民

生活环境。水污染主要体现在污水直排，内涝频繁发生

等方面，对居民生活质量与身体健康造成了影响。空气

污染主要体现在工业废气、汽车尾气以及其他污染物的

排放上，对居民呼吸健康造成了影响。噪音污染体现在

交通噪音和建筑噪音两个方面，这些噪音影响了居民休

息以及生活质量。

解决城中村的环境问题需采取综合性的措施，主要

有强化城市规划，改善基础设施和增强居民环保意识。

强化城市规划能够优化城中村建筑布局、提升土地利用

效率、降低环境压力。完善基础设施能提升城中村公共

服务水平和居民生活环境。增强居民环保意识，能够引

导他们主动参与到环境保护中去，养成良好习惯。

1.2  整治需求与目标设定
城中村，作为城市化发展中的一个独特地带，其环

境改善的需求既紧迫又多种多样。整治需求集中在居住

环境的改善，生活质量的提高，社区安全的加强以及生

态平衡的促进。[2]具体目标制定为：一是以居住环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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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城中村整治主要目的。其中包括既有建筑的安全评估

以及必要的修缮以保障居住安全；同时通过优化空间布

局，升级水、电、卫生等基础设施来改善居住舒适度。

二是改善生活质量成为整治又一大目标。通过新增公共

绿地，休闲设施，文化活动场所等方式来丰富居民精神

文化生活以提高社区凝聚力。另外，加强社区安全亦

为整治的需要之一。它涉及改善消防设施、强化治安管

理、增强应急响应能力。四是促进生态平衡才是城中村

改造的长期目的。通过绿化种植、水体净化、生物多样

性保护等生态修复技术修复强化城中村生态功能。

1.3  环境整治的紧迫性与挑战
城中村环境整治具有迫切性，具体表现为：第一，

环境质量不断恶化。城中村经常会出现垃圾处理不当，

污水直排以及空气污染的现象，这些现象极大地影响了

居民的身体健康以及生活质量。第二，安全隐患增多。

城中村的建筑密度大，消防设施不完善，如果出现火灾

这样的意外，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社会治理复杂。城

中村具有人口流动性强、管理难度大、易产生治安问

题、社会矛盾等特点。

挑战有：第一，资金投入不到位。城中村环境整治

所需资金量大，但是通常很难得到充足的财政拨款和社

会投资。第二，技术手段滞后。城中村的规划，建设

与管理缺少先进技术与经验，很难实现高效，科学的改

造。居民参与度不高。城中村居民环境整治意识不强，

参与程度较低，主动性与积极性不高。

2��城中村环境整治技术集成应用

2.1  消防工程与市容工程的整治技术
城中村消防工程及市容工程改造，对促进区域安全

与美观具有重要意义。室内消防管与卷盘、逃生窗、应

急照明灯、疏散指示灯等设备的设置是确保居民安全

的根本。设立微型消防站、设立消防电子宣传栏，既提

高消防管理效率，又强化居民消防安全意识。另外设置

消防标志牌有利于应急时迅速指引居民撤离。[3]市容工

程中，楼栋信息牌，食品信息公告栏和门前三包牌的建

立，在美化环境的同时还改善了市民生活质量。

2.2  道路工程与电气工程的整治技术
道路工程、电气工程改造对城中村交通，能源供应

具有重要意义。破损混凝土路面和人行道拆除修复、道

路标识标线设置等措施显著提高道路通行能力与安全。

新修挡土墙及替换破损不锈钢护栏既加强路面稳定性

又提高美观度。架空弱电拆迁有效降低空中线缆凌乱现

象，提升城中村市容。在电气工程中，新建室外给水管

道、改善室内消防工程，例如室内消火栓、消防水箱、

水泵接合器等，使城中村有更稳定更安全的供水及消防

保障。电力、电信、道路照明以及监控等配套工程既能

满足居民日常所需，又能对城中村安全管理起到技术支

撑作用。

2.3  公共场地铺装与绿化提升技术
城中村环境整治时，对公共场地进行铺装和绿化提

升，对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公共场地铺装

所用材料主要有花岗岩、青石板、透水砖、植草砖、

卵石，它们不但美观而且透水性好、生态效益好。花岗

岩、青石板由于具有耐用性、自然质感等特点，常被用

于主要通道、活动区域等，给人一种平稳舒适的行走感

受。透水砖和植草砖在雨水管理和生态平衡方面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能促进雨水的渗透，减少地表

径流，还能为植物提供更多的生长空间。卵石的运用又

给现场增加自然元素和景观多样性。

绿色空间的增加和生态环境的改善是绿化技术提升

的重点。通过对当地植物及花卉的栽培，在美化环境的

同时，也有利于维护生物多样性。在绿化设计上还有篮球

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台等体育设施和风雨廊、景墙、特

色牌坊等文化休闲活动，其设置目的是鼓励住户参加户外

活动和加强小区凝聚力。健身设施、桌凳等配置又为住

户日常运动、交往提供场所，增进其身心健康。

2.4  建筑物外墙装饰与市政设施配套技术
城中村建筑物外立面装修及市政设施配套，是改善

城中村整体形象，提高居民生活品质至关重要的环节。[4]

外墙装饰是指先将已有瓷砖、广告牌拆掉，然后再重新

涂刷油漆、铺设小青砖的墙体装饰方式。该工艺在改善

建筑外观的同时还提高其耐久性与安全性。统一布置广

告牌，空调架以及格栅、窗檐、窗套既增强建筑美观度

又体现城市管理规范统一。

市政基础设施的配套技术涵盖了对旺塘一路、三路

以及旺塘九巷等主要道路的改造和沥青混凝土路面的新

建，这些措施显著增强了道路的载重能力和驾驶的舒适

度。新修室外给水管道，室内消防工程以及改建化粪池

是城中村基础设施重要的补充与提升，这些设施对保证

居民生活的安全与方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电力、电

信、道路照明与监控等配套工程又为城中村建设提供现

代化基础设施支撑，加强小区安全管理效率。

2.5  室外给水管道与消防工程的生态修复技术
室外给水管道及消防工程生态修复技术对于城中村

环境整治具有重要意义。消防工程中生态修复技术又表

现为对室内消火栓、消防水箱、水泵接合器、逃生口、

灭火器等消防设施进行合理布置与高效管理。建立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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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既能确保居民安全又能兼顾应急时最小环境影响。

比如在消防水箱设计中使用节水技术以降低水资源浪

费。逃生口及疏散指示灯的安装则保证紧急情况下安全

撤离人员，降低潜在的环境威胁。

在电力、电信、道路照明和监控工程中，生态修复

技术主要体现在能源和资源的高效利用上。电力工程利

用节能技术与智能电网管理相结合的方式降低能源消耗

与碳排放。电信工程采用了网络布局的优化和环保材料

的使用，从而减少了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在道路照明工

程中使用LED灯具及智能控制系统以提高照明效率并降
低光污染。

3��城中村生态修复技术集成应用

3.1  室外给水管道与消防工程的生态修复技术
室外给水管道及消防工程生态修复技术在城中村环

境整治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对给水管道布置及选材进

行优化，可减少水资源浪费并提高供水系统效率。[5]与此

同时，消防工程生态修复技术重点在于提升消防设施可

靠性与安全性，保障应急情况下能对居民生命与财产安

全进行有效保障。如使用节水型消火栓、自动喷水灭火

系统等可降低水资源消耗同时满足消防需求。另外通过

雨水收集系统的设置，可利用雨水进行绿化灌溉以及消

防用水等，从而达到水资源循环利用。

3.2  电力、电信、道路照明及监控工程的生态修复
技术

电力、电信、道路照明、监控工程等生态修复技术

对城中村改造起关键作用。利用节能型电力设备与智能

电网技术能够提升电力系统能效并降低能源消耗。在电

信工程的生态恢复中，重点放在了优化网络的布局、降

低信号的干扰以及提升通信的品质上。在道路照明工程

中，生态修复技术是通过运用LED照明设备和智能控制
系统来达到照明系统节能和智能化管理的目的。为了提

升城中村的安全管理标准并降低对环境的影响，监控工

程的生态恢复工作采用了高分辨率摄像头和先进的智能

分析系统。

3.3  燃气管道与垃圾收集处理的生态修复技术
燃气管道和垃圾收集处理生态修复技术在城中村环

境整治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燃气管道生态修复技术表

现为管道材料选择、管道布局优化等方面，从而降低燃

气泄露风险、增加燃气供应安全可靠性。垃圾收集处理

的生态恢复技术涵盖了垃圾的分类、回收再利用以及无

害化处理等多个方面。通过建立垃圾分类设施、普及垃

圾分类知识等措施可提高资源化利用率、降低垃圾污染

环境。同时通过修建垃圾填埋场和焚烧厂这类垃圾处理

设施可达到无害化处理垃圾和降低环境影响的目的。另

外通过垃圾收集点与垃圾站的设置，能够为居民投放垃

圾提供便利，提高垃圾收集效率。

4��结束语

城中村环境整治及生态修复技术集成应用研究对于

提升城市整体形象、改善居民生活质量有着十分重要的

意义。经过对A、B两个区域的157幢建筑的全面整修，实
施了涵盖消防、市容、道路及电气工程等多个方面的措

施，成功地显著提升了城中村的环境质量。国内外学者

的研究表明，城中村环境整治需要从消防安全，市容美

观，交通便利以及电力供应等几个方面进行考量，才能

保证整治的全面性与系统性。研究结论显示：城中村环

境整治及生态修复技术有效整合在提高城中村基础设施

水平的同时也促进生态环境修复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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